
2023年咏雪的教案古今异义(通用5篇)
作为一位杰出的教职工，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活动
的总的组织纲领和行动方案。怎样写教案才更能起到其作用
呢？教案应该怎么制定呢？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教案范文，
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咏雪的教案古今异义篇一

师：我们通过这节课的学习，认识了晋代一位聪颖机智的才
女——谢道蕴。感受了她出类拔萃的才情。其实《世说新语》
中还有许多聪明的少年人物，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学到很多
知识。请同学们课后收集其中的故事，并完成相关练习。这
篇课文比较短小，最后让我们结合图画，一起来背诵全文。

咏雪的教案古今异义篇二

目标：

1．感受雪花飞舞的诗歌意境，理解诗歌内容。

2．学习朗诵诗歌，用适宜的语言和动作表现诗歌的意境。

准备：

1．经验准备：

和幼儿一起了解芦苇荡的景色，感知芦花的外形以及芦花随
风飞舞的样子。

2．环境材料准备：

(1)配乐多媒体课件，内容为：大片的芦苇荡开满了芦花，雪
白一片。风一吹来，白色的芦花随风飞舞。此时，天上渐渐



飘下雪花，一片二片三四片，越来越多。漫天飞舞的雪花和
随风飞舞的芦花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分不清是芦花还是雪花
的美丽场景。

(2)用大块白色纱巾饰芦花，用小块纱巾饰雪花。

(3)自制的麦克风若干(也可以是积木等替代物)。

过程：

一、欣赏视频，感受意境美

1．谈话切入主题。

师：冬天，你们会盼望下雪吗?为什么?

幼：可以打雪仗／可以堆雪人／可以滑雪……

师：下雪天可以做这么多有趣的事情，想想都好玩吧?

2．欣赏小视频，感受漫天飞舞的雪景和意境。

师：这么多小朋友盼望下雪，我们来看一段下雪的视频
吧。(播放视频。)

师：除了雪，你还看到了什么?芦花是怎么样的?芦花怎么样
在动?

师：雪花下着下着落到哪里去了?雪白的雪花落到白白的芦花
丛芦花?

师：看见漫天飞舞的雪花落人迎风摇曳的芦花丛中，你有什
么样的感觉?

师：看见漫天飞舞的雪花落入迎风摇曳的芦花丛中，有的小



朋友觉得有点冷，大部分小朋友觉得景色很美，很开心。下
雪天的确有点冷，不过下雪天的景色真是越看越喜欢，也只
有在寒冷的冬天我们才能等来下雪的日子，欣赏到下雪的美
景。

二、学习理解诗歌，诵读诗歌

1．引入诗歌。

(如果幼儿说是赞美的意思，教师可追问“你是怎么知道
的?”一般幼儿会和《咏鹅》这首诗做一个链接。如果幼儿不
能说清楚，教师可说：“等我们读一读后你可能就会知道是
什么意思了。”)

2．教师诵读，幼儿倾听。

师：下面我来做诗人，朗诵一遍《咏雪》这首诗。(教师边念
边用简单的手势动作表现。教师的手势动作设计建议如
下：“一片两片三四片”，手掌摊平作接雪花状，随着诗歌
节奏两只手依次往上叠加；“五片六片七八片”，同样的动
作重复一遍。“九片十片”，伸出食指做点数状；“千万
片”两只手臂从胸前划圆向上伸举；“落入芦花看不见”，
双臂左右摇摆由上慢慢往下。)

师：你觉得诗人一边念一边在干什么?

师：你们眼睛真亮，看出来诗人一边朗诵诗歌一边在数雪花。

3．师幼共同朗诵。

(1)师幼共同朗诵第一遍。

师：下面我们一起来边朗诵诗歌边数雪花。

(幼儿跟着教师一边做数雪花的动作一边朗诵诗歌。)



(2)师幼共同朗诵第二遍。

师：我们一起再来一遍。(师幼再次边做动作边朗诵：)

师：诗歌里数雪花从一数到了十，为什么没有接着数?诗歌里
是用了怎样的词语来表达?

师：是啊，雪花一开始比较少，我们可以一片、两片、三
片……十片这样数，到后来越来越多，多得数不清了，诗歌
里就用了“千万片”这个词来表达，说明雪花真是太多太多
了。

(3)师幼共同朗诵第三遍。

师：我们再来边数雪花边朗诵一遍，大家做动作的时候要把
雪花从少到多的样子做出来哦。(师幼朗诵。)

师：诗歌的最后一句说了什么?千万片雪花落下来，为什么又
说不见了呢?

师：原来白色的雪花落入白色的芦花里面，两种白色混在一
起雪花就看不见了。

师(小结)：寒冷的冬天，下雪了!天上飘下一片又一片雪花，
雪花越来白的芦花丛中，看起来分不清到底是雪花还是芦花。
师：现在你们知道《咏雪》是什么意思了吗?在你会念的诗歌
里，有没有题目里也带着“咏”字的?诗人看到下雪很喜欢，
就写了这首诗歌来赞美雪，题目就叫“咏雪”。

(4)师幼共同视频)。

师：我们再一起来朗诵这首诗歌《咏雪》。这一次我请一个
小朋友在看见视频里天上飘雪花时马上喊一声“下雪了”，
然后大家开始朗诵诗歌。



三、角色扮演，表达表现

1．师幼表演。

师：如果我们把自己装扮成洁白的雪花和芦花来表演，是不
是一件令人开心又美好的事情呢?有雪花、芦花和诗人三种角
色可以选。

(初次表演时，幼儿都沉浸在用白纱巾装扮、表现上，大多忽
略了诗歌的内容，于是，在第一遍表演后，教师组织了幼儿
讨论、交流扮演的情况。)

师：刚才扮演雪花的人是怎么出场的?

幼：一起出场的。

师：诗歌里是怎么描写刚刚开始下雪的场景的?

幼：一片、两片、三四片……

师：一开始，一片两片三四片，雪花比较少的时候，怎么表
现比较合适?

师：你们说得不错，刚开始“雪花”出来得比较少，后来才
慢慢地多起来，是根据诗歌内容和节律有顺序地一个个出场
的。你们自己商量一下顺序吧。

2．幼儿表演。

“千万片”的时候可以怎么做?手呢?怎样表现“落人芦花”
的景象呢?

3．想象改编。

师：雪花落人芦花看不见，雪花落人哪里也会看不见呢?你会



模仿诗人编最后一句诗吗?请每个人想一想、编一编。

咏雪的教案古今异义篇三

教学目标：

1、积累常见文言词语，如“俄尔、欣然、未若”等。并且朗
读全文。

2、结合注释，运用工具书，理解重点词语，疏通文意。

3、发挥想象，学习用比喻的修辞手法描写事物。

教学重难点：

指导学生掌握学习文言文的方法，对两个咏雪佳句的评析。

一、导入

从古代机智聪颖的少年儿童自然导入到咏雪的两位才子，导
入课文。

二、作者及作品简介

刘义庆简介和《世说新语》简介

三、朗读课文

1、多媒体显示两条朗读目标。

（1）读准字音，读通句子

（2）读出停顿和语气，情感和韵味

2、教师通过各种方式指导学生朗读。



四、探讨文意

1、请生指出这篇短文的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用原文中
的话回答。

2、请学生翻译第一句。

3、指导文言现象古今异义。

4、多媒体出示文中的重点词句，简单讲解文言句式判断句和
省略句，引导学生疏通全文。

4、请生翻译全文，然后多媒体出示全文的翻译。

五、深入探讨课文内容

1、评析两个咏雪才子的比喻句，师生共同探讨如何写出好的
比喻句。

2、提出问题，文章中“公大笑乐”该怎么理解？有没有暗示
作者更欣赏谁的比喻？

2、多媒体出示古诗当中咏雪的句子，简单赏析。

3、教师根据本堂课内容进行小结。

六、作业

1、背诵并默写《咏雪》。

2、仿照两位咏雪才子的句式，发挥你的想象力，想想看可以
把雪比喻成什么。



咏雪的教案古今异义篇四

在此之前，学生已经学习了《杨氏之子》、《伯牙绝弦》等
几篇文言文，基本掌握了了一些朗读和理解文言文的方法，
我主要是引导学生运用已有的方法进行学习，并努力创造一
种氛围，让学生感受“咏雪”的情境，学习古人的智慧。

咏雪的教案古今异义篇五

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目标：

积累常见文言词语，如“俄而”“欣然”“未若”等。

2、过程与方法目标：

结合注释，运用工具书，疏通文意，发挥想象，学习用比喻
的修辞手法描写事物。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了解古代聪颖机智少年的故事，学习古人的智慧。

教学重难点

1、重点：

指导学生掌握学习文言的学习方法。并积累文言字词。

2、难点：

对两个咏雪佳句的评析。



教学课时：一课时

教学过程：

一、示标导入

1、了解作者及作品。

2、能够借助注释和工具书理解课文内容，积累常见文言词语。

3、能够分析文章，理解文意。

二、查学诊断

文学常识积累：

刘义庆（403～444），南朝宋彭城人，曾任荆州刺史，为人
简素，自幼才华出众，爱好文学。除《世说新语》外，还著
有志怪小说《幽明录》。

《世说新语》，笔记小说集，所记大多是传闻、轶事，以短
篇为主，是六朝志人小说的代表作，由刘义庆组织文人编写。
在写法上一般都是直叙其事，不作任何夸饰，主要记录晋代
士大夫的言谈、行事，较多地反映了当时士族的思想、生活
和清淡、放诞的风气。被鲁迅先生称作“一部名士的教科
书”。全书有8卷，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正、雅量
等36门。《咏雪》选自“言语”一门。

三、导学施教

1．一读课文：读准字音

俄而雪骤差可拟无奕女

2．二读课文：读顺文章，读通文意



•自由朗读课文，对照注释，借助工具书理解字词，读顺句子，
疏通文意。

•重点词语：俄而、欣然、拟、未若。

•以合作小组为单位，小组成员讨论解决字词句方面的疑难，
按照读——译——讲的步骤进行。如有小组内难以解决的问
题，提交班上集体解决，教师适当给予提示。

3．三读：究问题、析文章

1本文讲述了一个怎样的故事，营造了怎样的家庭氛围？文中
哪些词语可以表出来？

2、“撒盐空中”、“柳絮因风起”这两个比喻，哪一个更好？
请说说理由。

四、练测促学

•“白雪纷纷何所似”你能写出一两个形容雪的比喻句吗？请
同学们拿出笔写一写。

五、反馈延伸：

说说还可以用哪些事物来比喻雪，举出并积累几句咏雪的名
句。

请欣赏：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毛泽东

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李白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杜甫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岑参

咏雪佳句欣赏

2、雪洒向人间，洒向漆黑的角落，洒向一切需要白色的地方。
雪花如花飘落，不如说是仙女下凡，她们舞着高贵的身子，
托着深深的寒意，飞出了天空的银幕。每一次的着地，都是
对大地的热情拥抱与亲吻，或许她不想打扰正在睡梦中的人
们，总是轻轻地降落，无声无息的来到人间。

3、雪花从天上飘落下来，好像舞蹈家从空中舞动一般，那姿
态优美动人；落到地上后，像是给大地穿上一件白色的棉袄
一样。当雪落到一定的程度时，你踩在上面，就会听到“咔
嚓，咔嚓”的声音，那声音如此动听，最好玩的游戏就是堆
雪人玩了，堆出的雪人也是白色的就像老奶奶一样，那么慈
祥，那么和蔼可亲。

4、雪，飘起来了，看！一片片洁白的雪花，随风飘舞，摇曳
多姿，像鹅毛，像柳絮。雪，真美啊！晶莹光亮，婀娜多姿，
像一颗颗小星星降落人间，又像一朵朵六瓣梅花打着旋儿纷
纷落下。雪，像云朵那么轻柔，如玉石一般洁白。晶莹的透
明的雪花在天空飞舞，街道上洒满了雪，房屋上落满了雪。
整个大地变成了银白色的世界。

作业布置：

2、预习《陈太丘与友期》

板书设计：

谢朗撒盐空中（外在之形）

咏雪



谢道韫柳絮因风起（内在之神）

教学反思：


